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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强在致辞中首先向 25个重要科技

创新项目的完成单位表示热烈祝贺，他鼓

励专委会继续团结和带领广大会员以科技

创新为根本动力，以促进电影产业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扎实推进专委会的各项工作。

邢立丹在致辞中谈到，电影高新技术

专委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在深圳开幕，为更

多深圳企业搭建了一个技术交流、产业联

动、资源集聚的产业平台，对推动深圳科技

与电影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

意义。

栾国志代表专委会作年度工作报告，

他从突出政治引领作用、积极支持配合参

与学会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积极组织参

与学会科技进步奖评选、充分利用媒体平

台宣传推广电影新技术新应用新成果四个

方面总结了专委会一年来的主要工作，并

提出了专委会今年的目标任务和工作

要求。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秀以“人

工智能及前沿热点”为题作技术报告，介绍

了人工智能的起源、发展历史、研究的前沿

与热点。

她谈到，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感知、理

解、决策、行动。人工智能在这四方面皆有

应用，包括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语音

合成、机器翻译、语义感知、3D目标感知与

重建、定位与控制、智能决策等。她指出，

当下人工智能的研究热点包括元宇宙、数

字人、AIGC（AI-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ChatGPT、影视制作等。

华为云媒体服务解决方案总监甘漠以

“赋能数字内容生产的媒体基础设施”为题

作技术报告，分析了视频产业的技术发展

趋势，分享了利用云平台制作数字内容的

案例，介绍了实现高质量、高效率内容制作

的技术方案。

他谈到，视频产业由实拍走向虚拟制

作以及数字人技术的持续演进，使算力千

倍增长，强算力需求以及目前内容制作上

的痛点让云制作模式成为一个有效的解决

方案。他认为，可从三方面助力影视产业

工业化和智慧化，一是发挥云计算、AI等
技术优势，实现科技赋能；二是构建产业生

态，实现资源共享；三是围绕产业核心技

术，重点在渲染引擎、芯片、编解码、计算、

存储等软硬件基础设施加快实现核心能力

国产化。

3月 21日上午举行了“中国电影电视

技术学会成立 40周年电影重要科技创新

项目”证书颁发仪式。为纪念中国电影电

视技术学会成立 40 周年，学会开展了

“1982-2022学会成立 40周年重要科技创

新项目”的征集和评选活动，评选出为技术

进步发挥积极作用的100个重要科技创新

项目，以鼓励影视行业不断创新，多出积极

成果。专委会会同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

所推荐的 25个电影科技创新项目入选重

要科技创新项目，涵盖电影拍摄、制作、发

行、放映、修复、技术标准、技术管理系统等

各个环节，共涉及20余家参与完成单位。

当天下午举行的电影高新技术演讲交

流会由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央宣

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电影技术信息

中心副主任常慧琴主持，中国电影科学技

术研究所（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

所）检测认证南方中心负责人董强国以“数

字电影沉浸式音频技术标准化思考”为题

发表技术演讲，青岛已臻化境影视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于洁作《专注影视高科技，助

推艺术新实力——国家电影云平台》技术

演讲，深圳市时代华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周永业围绕“LED电影屏技术突

围与市场推广”作技术演讲，北京众和传新

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宇菲以“多元化

时代的电影混录系统”为题发表技术演讲，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影院事业部

总经理董志刚发表了题为“LED电影放映

系统及技术展望”的技术演讲，定军山文化

产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产业运营经理荣

志宏围绕“电影科技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技术演讲。

会议期间组织召开了电影行业发展座

谈会，大家就目前行业发展面临的政策、科

技、标准、人才、资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

本次大会还组织参会代表前往深圳市

定军山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影科学技术

研究所（中央宣传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

检测认证南方中心、华为（龙岗）数字创意

产业创新中心进行参观与技术交流。

（中国电影科研所供稿）

本报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

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

要任务”，广东电影要高质量发展，就需要

大批高素质人才。为此，由广东省电影局

主办，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广东省电影家

协会承办，惠州市委宣传部、惠州市电影家

协会协办的“全省电影编导与制片人培训

班”（第二期），90名电影工作者参加了为

期三天的培训。

粤产电影动画片、戏曲片、纪录片的数

量和质量都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电影人力

求故事片创作也要多出精品，本期培训班

专门交流研讨故事片的创作和生产。广东

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有关负责同志处长

夏青文到会与学员们交流，结合如何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希望广东的电影创作、生

产，做到四个“讲”（讲规矩，讲情怀，讲创

新，讲格调）。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

学院院长贾毅从专业角度谈了新时代电影

工作源泉与行动指南。

本期培训有一个新鲜课题：见证一部

电影的诞生。一批富有经验的行家前来授

课，其成功之道各有不同特色，让学员们大

开眼界。“创新贵在坚持！”中国影协创作部

主任张弛回顾他的获奖作品《地下的天空》

攻坚克难的历程。张弛的力作《东京大审

判》打响之后，他没有止步，又写一部创新

难度更大的电影剧本《地下的天空》。剧中

三段小故事，前两个故事很快写好，第三个

故事写了二十天，直到要乘飞机赶去拍摄

地准备开拍了，还是想不出好点子，但他不

肯将就应付，争分夺秒继续苦思冥想，他离

家出发之前洗澡时，忽然灵机一动，终于想

出绝妙好点子，比前两个故事更精彩！“创

新的灵感，其实不是碰运气，是来自坚守与

积累。”这是许多学员的共识。

年轻的广东电影人谢德炬、蓝鸿春首

次当导演就“一炮打响”，奥妙在于他们都

没有照抄外国电影的桥段手法，继承了影

坛老前辈善于从生活中寻找创作源泉的实

干精神，认真关注中国社会和自己身边的

生活。谢德炬编导的《点点星光》取材于他

编导的一部新闻专题片，十分鲜活感人，获

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蓝鸿春编导的潮汕

方言电影《爸，我一定行的》、《带你去见我

妈》，生活原型就是他最熟悉的亲人，前一

部仅在潮汕人聚居的六个城市的票房就收

获4700万元。

珠影资深制片人徐建平和广东昇格传

媒有限公司总裁杨丽，向学员们介绍了电

影生产管理的心得。徐建平曾参加《孙中

山》等多部影片的制片，他认为制片人的价

值观要与社会同步，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

文化艺术素养，才能实行科学管理，既节省

财力物力人力，又不影响影片的艺术质

量。杨丽回顾她参与《扫毒2》等影片制片

工作的过程，分析了当下粤港电影界如何

合作的种种有利因素。

本次培训班为授课的编导邓原和郑华

赠送了“从影 50周年”纪念牌。他们都是

同一年进入珠影。二人的人生经验有一个

共同点：人的成长即使不是一步到位，也不

必焦虑沮丧，从低做起也无妨，磨刀不误砍

柴工。邓原和郑华刚进珠影时都是洗印车

间普通工人，都有从事艺术创作的志向。

邓原考上大学，但学的是历史专业，毕业之

后回到珠影还是不能从事创作，分配到艺

术档案室当一名管借书还书的资料员。他

并不灰心，反而利用工作之便多读艺术书

籍，文化素质大大提高。珠影请著名导演

汤晓丹拍摄历史大片《廖仲恺》，邓原抓住

为摄制组担任提供文史资料的资料员这个

机会“偷师”，学大师如何拍电影，受益匪

浅。邓原的艺术才华终于被发现，进入了

创作部门。他编导的处女作《险恶江湖逍

遥剑》虽是武打片，但有鲜明的文化气息，

叫座又叫好，是珠影建厂以来十大卖座片

之一。他拍警匪剧《英雄无悔》获国家级大

奖，拍戏曲片《传奇状元伦文叙》获金鸡奖

最佳戏曲片提名。

郑华在珠影当工人时参了军，在参战

部队得到锻炼。他复原时回到珠影，也不

能从事艺术创作，在摄制组当机械员，他一

方面“偷师”学拍戏，一方面自学文化知识，

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修班，有实践有

理论，毕业后写出电影剧本《给咖啡加点

糖》并担任该片摄影，获金鸡奖最佳摄影提

名，被破格提升为导演。郑华执导的《风流

警察亡命匪》叫好又叫座，执导的《等郎妹》

在国际影视节获奖，执导的扶贫攻坚题材

电影《南哥》，被美国发行商看中，在国际市

场获得盈利。

本期培训班还为学员解答许多具体的

实际问题。广东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有

关负责同志副处长崔华超、三级调研员卢

忠光和中宣部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

创作部主任林丽宁，解释了各项有关法规

和政策。 （岳颖）

本报讯“无数的故事在编剧们笔

下流泻而出，借助光影的力量带给大

家感动和震撼。在泉州，向中国电影

编剧致敬！”近日，第一届中国电影编

剧周电影编剧论坛在泉州举行，全国

电影编剧界代表齐聚一堂，携手共铸

中国电影文学新辉煌。

编剧——电影的总设计师

此次论坛以“学习贯彻二十大精

神 铸就电影文学新辉煌”为主题，分

两轮举行。第一轮对话以“编剧——

电影的总设计师”为主题。著名编

剧、作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刘恒，著名

导演、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黄建新，

著名编剧、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

员会会长张思涛，著名导演、中国影

协电影数字技术工作委员会会长江

海洋，著名导演、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副会长陈国星担任分享嘉宾，由中国

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电

影》杂志社社长皇甫宜川主持。

刘恒说，泉州民营经济发达，非常

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创造精神财富也该

如此，也要抓住脚踏实地的劳动者，编

剧就是劳动在第一线的文化工作者，中

国电影编剧周落户泉州太合适了。“说

到总设计师，作为编剧个体来说，我感

到非常荣幸，但这个比喻可能会有不周

全的地方，这应该是我们的最高目标，

广大电影编剧今后的努力方向。”

“电影和文学的关系很密切，比

如张艺谋的成名电影《红高粱》就是

从文学改编过来的，导演经常是站在

作家和编剧的肩膀上创作。”黄建新

说，一个好的剧本为一部好电影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有非常多的好作

家，也有很好的编剧，这是支撑中国

电影发展的良好基础。

张思涛说，编剧是电影的第一生

产力，文学是电影艺术的基础，电影

是一门综合艺术，好的编剧应该综合

考虑各方面因素，所以与其称之为

“总设计师”，不如称之为“画设计蓝

图的人”更为合适。

江海洋在论坛上提出“一个剧本

是一部电影的基因”，“电影离不开剧

本，电影剧本也离不开电影。如果基

因强大，在拍摄过程中就经得起各个

环节的考验，如果基因不好，原来好

的故事也会衰减。”

剧本——一部电影的灵魂

第二轮对话以“故事为王，编剧

为本”为主题，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

长、原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

电影演员、电影界职业道德建设委员

会副主任卢奇，电影剪辑指导、中国

电影剪辑学会会长周新霞，电影美术

指导、中国电影美术学会副会长曹久

平，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任

黄丹等担任分享嘉宾，由电影编剧、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赵宁宇主持。

周新霞说，剧本是一部电影的灵

魂，优秀的剧本决定了一部电影呈现

的风格，作为一名剪辑工作者，只有

熟悉电影人物性格，把握准了人物的

“灵魂”，才能更好地发挥剪辑工作的

技巧，助推电影形成独特的风格。

“中国电影编剧周在泉州落户，

为广大电影编剧提供了一个‘有名有

姓’的交流平台，将成为我国电影编

剧事业繁荣发展的全新起点。”张丕

民说，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从编剧

到导演、摄像、美术、剪辑等各个环节

都很重要，每一位从业者都要有敬业

精神，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电影将

迎来新一轮腾飞。 （姬政鹏）

本报讯 3月25日，第一届中国电

影编剧周电影文学论坛在泉州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编剧名家

和影视界的新秀力量齐聚一堂，纵论

光影和文字的世界，在影视和文学的

碰撞中激发智慧之光，共促文学与影

视行业的创造性发展。

此次论坛以“从文字到影像·
由改编到新生”为主题，通过“从文

学到电影”、“电影文学的传承”、

“文学改编之路”、“青年新力量”等

四轮主题对话，畅谈电影文学的发

展道路。

文学通过影视化走向大众

文学可以通过影视化走向大

众，影视则可以借助文学获得更深

厚的灵魂和更长久的艺术生命。

第一轮对话主题是“从文学到电

影”，著名影视解说艺术家、播音指

导窦春起，中国影协民族电影工作

委员会会长马维干，中国电影表演

艺术学会秘书长张光北，制片人、

电影频道节目部副主任唐科担任

对话嘉宾，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

学院副教授范小青担任第一轮对

话的主持人。

“说到从文学到电影，我想这是

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每一个从业者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认识。但是有

一点大家都承认，剧本是拍好电影

的一个基础，文学是剧本承载电影

思想内涵的载体，电影是从文学开

始的，所以躲不开文学剧本的质量

话题。”窦春起说。

第二轮对话主题为“电影文学的

传承”，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

研究员赵卫防，中央戏剧学院影视系

主任、教授高雄杰，中国传媒大学文

学系主任、教授李胜利，中国影协电

影文学创作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张弛

担任分享嘉宾，演员马跃担任主持嘉

宾。论坛上，大家畅所欲言，期待文

学与影视可以更紧密地互动，携手创

作更多立得住、叫得响、传得久的优

秀作品。

文学改编之路注入新力量

电影文学在电影创作生产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轮对

话主题是“文学改编之路”，福建省

作家协会主席陈毅达，中国电影文

学学会副会长汪海林，青崧影业创

始人、董事长叶宁，坏猴子影业董

事、总经理郁笑沣担任分享嘉宾，资

深电影监制、国家一级导演江平担

任主持人。江平认为，“文学改编之

路”要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

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各方

合力才能创造出一部流传于世的

经典。

此次论坛最后一轮对话以“青年

新力量”为主题，青年导演、《滚蛋

吧！肿瘤君》编剧袁媛，《七月与安

生》编剧吴楠，第 37届香港电影金像

奖最佳编剧得主游晓颖，《奇迹·笨小

孩》编剧周楚岑等上台分享。“电影文

学创作是写人与人文，泉州有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浓浓的烟火气息，十分适

合电影剧本创作。”周楚岑说。

（姬政鹏）

从文字到影像·由改编到新生

第一届中国电影编剧周举办电影文学论坛

本报讯 首届电影编剧周期间，两

场电影大师课在泉州师范学院举

办。著名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

卢奇以及曾获中国电影“金鸡奖”、

“华表奖”最佳导演奖等殊荣的著名

导演、编剧、制片人陈国星先后与到

场师生、影迷分享了电影《邓小平小

道》和《回西藏》创作的幕后故事，并

就电影剧本在电影创作中的重要作

用等内容，与大家进行分享交流。

▶卢奇：

好的编剧必须善于观察生活

卢奇分享了他表演的秘诀，塑造

人物要遵从艺术规律，通过写人物小

传的方式充分了解、认识角色：“他出

生的年代，他的背景，他的家庭关系，

他的学识，他的学养教育，他在哪个

城市、哪个地方长大的，什么性格，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都要了解，这是艺

术创作的一种方法，要求就是要心中

有数。”卢奇说，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人

物的神韵，“形和神，神是第一位的。”

在谈到电影编剧的问题时，卢奇

表示，剧本是电影的一剧之本，在电

影创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对于如何判断一个剧本的好与坏，

他透露，关键是要看剧本有没有把人

物写出人情味，写出人性的复杂：“你

的人物没有味道，你看到的电影就是

乏味的。”

卢奇还认为，一个好的编剧，必

须善于观察生活，把很多精彩的细节

写进剧本里去，这样人物才能写得很

丰满，如果这个人物很单调，没有情

感世界，那这个剧本就不是好剧本，

“一个剧本如果能够打动你，那它一

定是可信的，注重生活的真实的。”

▶陈国星：

对电影的热爱能克服一切困难

不少人心中有个西藏情结，《回

西藏》能看到什么？在观影环节，影

迷们跟随首次前往西藏进行援藏工

作的“老孔”视角，看到了苍茫的天

地、壮阔的山川、淳朴的藏民、虔诚

的信仰，“遇到”曾在内地读过书却

被特别对待的藏族小伙子久美。在

一起处理病羊事件、买种子、曲珍奶

奶生病、修建水利大坝等充满生活

质感的或冲突或平静的情节中，老

孔与久美从陌生到熟悉，最后成为

终生挚友。

“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但表达

手法不传统守旧，而是以平视的角

度、细腻克制的情感表达，诗意地展

现藏地风光的浪漫之美与藏民生活

的烟火气息，能够引起观众久久的

共鸣。”在分享环节，谦逊亲和的陈

国星将影片拍摄的艰辛过程细细道

来。“影片出现的高大骏马、旧吉普

车等道具，都是从内蒙古等地运过

去的，取景的村庄、房屋大多在海拔

4800米以上地方。因为高原反应，

我全程吸着氧气，剧组近三分之一

的人员进行过轮换。”尽管如此，执

导过电影《孔繁森》、数次进藏拍摄

的他笑言，“对电影艺术、对西藏文

化的热爱，能克服一切困难”。

（姬政鹏）

卢奇、陈国星讲述“电影人生”

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黄建新

表示，电影文学文本是宝贵独特的存

在，有阅读性，有文字审美，好的剧本

可以为好电影打下坚实的基础。“我

们试图通过编剧周的讨论，加深对电

影最本质的认识，让电影界百花齐

放。”

“中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向

中国文学致敬，最近中国科幻电影也

是从文学中汲取养分，有了很大的发

展。”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皇

甫宜川也认为，剧本是电影创作的关

键，深入的社会实践是编剧创作重要

的源泉，深入生活才能在电影中更好

地反映生活。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起点、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

届东亚文化之都。泉州市市长蔡战

胜表示，泉州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丰沛的文学土壤，是孕育影视编剧的

天然富矿，为扶持影视发展，泉州专

门出台了影视“十条”，鼓励影视企业

落户泉州，鼓励更多优秀影视作品讲

好泉州故事。

“真诚地欢迎广大影视编剧工作

者常来泉州，深入感受泉州厚重沉淀

的历史文化，相信当编剧遇见泉州，

定能擦出灵感的火花，书写精彩的故

事。”蔡战胜如是说。

为电影高质量发展传经送宝培育人才
广东开办全省电影编导与制片人培训班

（上接第1版）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电影高新技术
专委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深圳举办

第一届中国电影编剧周电影编剧论坛举行

（上接第1版）

首届中国电影编剧周泉州举行
《长津湖》等获第13届“中国影协杯”年度十佳电影剧作

◎ 第13届“中国影协杯”

年度十佳电影剧作名单

《邓小平小道》，编剧：王兴东

《悬崖之上》，编剧：全勇先、张艺谋

《长津湖》，编剧：兰晓龙、黄欣

《守岛人》，编剧：陈力、丁涵、赵哲恩

《我的姐姐》，编剧：游晓颖

《奇迹·笨小孩》，编剧：周楚岑、修梦迪、

文牧野、韩晓邯、钟伟

《爱情神话》，编剧：邵艺辉

《又见奈良》，编剧：鹏飞

《兰心大剧院》，编剧：马英力

《人生大事》，编剧：刘江江、宇敏


